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路分析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路分析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1124550

10位ISBN编号：7301124554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胡薇薇，陈江 著

页数：3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路分析方法>>

前言

　　本书是在《电路分析》（王楚、余道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的基础上，为配合北京大学信
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电路分析原理”课程教学而编写的，作为配套教材使用。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指导思想自2002年9月起公布于http：／／ee.pku.edu.cn／Ca。
全书整体结构框架分为上、下两篇。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上篇包括六章，以分析方法为主线，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阐述了电路分析原理和方法，其中包括
简单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线性电路的时域分析方法、复数分析方法、变换域分析方法、网络分析方
法，双口网络参量分析方法以及非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
其中，第一、五、六章为初步要求，除第三章外的其他五章为基本要求。
　　“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电路分析原理和方法的学习，旨在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了原理和方法之后的学以致用。
下篇包括四章，以方法的应用为主线，将电路分析原理和方法应用于传输线、集成运算放大器、二极
管电路、三极管电路、场效应管电路等，以帮助学生增加兴趣，加深理解，踩实对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基本方法（简称“三基”）的学习。
　　每章的开头和结尾均提纲挈领地列出相应的纲领性内容，教师和学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
不同要求安排取舍。
在每一概念后面，给出相应的例题，有些例题可以帮助学生拓宽解题思路，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
每章最后配有大量习题，既有利于学生复习和巩固所学内容，又有利于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信心。
所有习题采用“三星”分级，并给出部分参考答案：“*”是需要学生理解和掌握“三基”的简单题
目；“**”是需要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的题目，旨在检查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提
高他们对内容的掌握程度；“***”是旨在拓宽学生思路、有一定难度的题目，有些取自高年级本科生
、研究生的相关研究课题的电路基础部分。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课程的不同兴趣或不同要求来选择题目进行练习，从而达到理解、掌握并拓宽知
识的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本书的附录部分包含了对相关数学基本知识和电路软件分析工具的简要介绍。
　　本书由胡薇薇制订全书编写思想，统筹全书整体构架和内容，并编写第一至七章、全书部分三星
习题、附录前四节、本书使用的各类符号列表、参考文献以及索引；陈江编写第八至十章和附录第五
节。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余道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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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路分析方法》是在《电路分析》（王楚、余道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的基础上，为配
合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电路分析原理”课程教学而编写的，作为配套教材使用。
全书整体结构框架分为上、下两篇。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上篇包括六章，以分析方法为主线，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阐述了电路分析原理和方法，其中包括
简单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线性电路的时域分析方法、复数分析方法、变换域分析方法、网络分析方
法，双口网络参量分析方法以及非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
其中，第一、五、六章为初步要求，除第三章外的其他五章为基本要求。
　　“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电路分析原理和方法的学习，旨在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了原理和方法之后的学以致用。
下篇包括四章，以方法的应用为主线，将电路分析原理和方法应用于传输线、集成运算放大器、二极
管电路、三极管电路、场效应管电路等，以帮助学生增加兴趣，加深理解，踩实对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基本方法（简称“三基”）的学习。
　　每章的开头和结尾均提纲挈领地列出相应的纲领性内容，教师和学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
不同要求安排取舍。
在每一概念后面，给出相应的例题，有些例题可以帮助学生拓宽解题思路，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
每章最后配有大量习题，既有利于学生复习和巩固所学内容，又有利于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信心。
所有习题采用“三星”分级，并给出部分参考答案：“*”是需要学生理解和掌握“三基”的简单题
目；“**”是需要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的题目，旨在检查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提
高他们对内容的掌握程度；“***”是旨在拓宽学生思路、有一定难度的题目，有些取自高年级本科生
、研究生的相关研究课题的电路基础部分。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课程的不同兴趣或不同要求来选择题目进行练习，从而达到理解、掌握并拓宽知
识的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电路分析方法》的附录部分包含了对相关数学基本知识和电路软件分析工具的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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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线性电路分析方法　　第一章　线性电路分析基础　　1.1　线性电路基本概述　　1.1.2　
集总假设及集总电路模型　　任何工程学科都是建立在“模拟”概念的基础之上的。
要分析任何一个复杂的物理系统，我们必须用理想模型来描述这个系统；而理想模型则由一些理想元
件所组成。
理想元件本身也是一些简单的模型，用来表达或近似地表达一些简单的实际元件的基本物理性质。
在电路分析理论中，我们研究的是由理想电路元件所构成的电路模型。
这些理想元件代表了实际电路元件的主要外部特征和功能，可以用数学关系式来精确定义，所以又称
为数学模型。
　　电路模型具有实际电路装置的主要电磁性能，由其得出的数学关系反映实际电路的基本物理规律
。
用电路模型来近似表示实际电路称为建模。
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些元器件的模型较简单，只涉及一种元件；而有些模型则要由多种元器件构成。
例如，在50Hz交流电_丁作下的灯泡（电感极其微小），可以用一个电阻元件作为它的模型；而干电
池的模型可以由电压源元件和电阻元件（反映电池的内阻）串联组成。
必须指出，建模是有条件的；一种电路模型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适用的，如果条件变了，电路模型
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严格地说，涉及电磁现象的分析应该用麦克斯韦（Maxwell）方程求解才准确。
然而，当实际电路的尺寸远小于最高工作频率所对应的波长时，可以不考虑通路中电磁场的相互作用
，也不必考虑电磁波的传播现象；而认为电能的传输是瞬时完成的，电流和电压与其在电路中的位置
无关。
在这种条件下，建模可以简化，在数学上引入一种集总参数元件，来表示实际元件的基本电磁特征。
每一种集总元件只反映一种基本电磁现象，且可用数学方法精确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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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路分析方法》是在《电路分析》（王楚、余道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的基础上，为配
合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电路分析原理”课程教学而编写的，作为配套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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